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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埠声音

漫画 严勇杰

研学作为一种创新的教育方
式，能让学生们在行走的课堂中
增长见识、收获新知，为学生们的
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
可能性。但随着研学的火速升温，
不少乱象也随之暴露，比如市场
上许多研学游产品舍近求远，研
学地点越来越远，甚至放在海外，
从而推高研学的费用。

事实上，研学的真正价值并
不在于距离的远近和花费的多
少，而在于活动内容的质量和对
学生的实际影响。对于研学游来
说，研是基础，学是目的，游是载
体，旨在让学生于游中研有所得、
学有所获。而研学游之乱，正是始
乱于本末倒置、缺“研”少“学”。这

背离了研学的初衷，让研学变得
低效甚至无效。

父母都想把最好的给孩子，
不计成本送孩子参加研学游，但
家长的目的是通过购买教育服
务，让孩子在竞争中不掉队。利用
家长的焦虑，追求商业利润，这种
现象必须予以纠正。让研学回归
初心，这是教师和家长的热切期
待，也是研学活动理应追求的目
标。

本地的“跟着典籍游宁波”研
学活动，深度挖掘宁波典籍中的经
典，让孩子们在家门口体验宁波历
史文化，用经典讲好宁波故事、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是让研学回归
初心的一种有益尝试和探索。

宁波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底
蕴深厚。利用好家门口的地域文
化资源，让孩子们充分领略地域
文化的魅力，大有可为。这需要有
关部门和机构在开发研学产品上
提质升级，通过精心设计路线、加
强研学课程开发、完善研学基地
建设等，推广一批富有地域文化
的研学产品、线路，成为名副其实
的“行走的课堂”。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寓教于
游自古是备受推崇的教育手段。
研学的效果，跟距离的远近，没有
必然的联系，研学游不一定要行
万里路，在家门口照样能有好的
研学，关键是让研学游走向“研学
优”。 凌波

学校布局调整
需在前瞻与现实间
精准落子

近日，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教育
局公布一项数据，映照出我国基础教
育领域即将面临的深刻变革。数据显
示，桃江县中小学生数将在2024年
达到89216人的高峰，但随后将步入
长达数年的下滑通道，至2033年预
计减至 53023 人 ，仅为高峰期的
59.4%。在此背景下，湖南省教育厅
去年发布的《关于应对学龄人口变化
调整优化中小学幼儿园布局的通
知》，无疑为全省乃至全国的中小学
幼儿园布局调整提供了宝贵的思路
与方向。

（12月1日 澎湃新闻）

布局调整，首要在于精准把握学
龄人口变化的脉搏，以前瞻性视野科
学规划未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
乡人口迁移的加速，使得教育资源的
需求与供给呈现出新的格局。城市地
区因人口流入而面临教育资源扩容
的迫切需求，而农村地区则可能因生
源减少而面临教育资源整合的挑战。
因此，前瞻性布局调整需紧跟人口流
动趋势，精准预测学龄人口变化，确
保教育资源能够精准对接需求，既满
足城市扩容需求，又兼顾农村资源整
合，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然而，前瞻性布局调整并非简单
“一刀切”或“盲目跟风”，而是需要在
前瞻性与现实性之间找到精准的平
衡点。这意味着，在推进布局调整时，
需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教育资源现状、人口分布特征以
及教育公平原则，确保调整方案既符
合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又贴合各地
实际，避免教育资源的不合理流失或
浪费。特别是在处理农村小规模学校
和薄弱中职学校的整合撤并问题时，
需更加谨慎，确保调整过程既积极稳
妥，又兼顾各方利益，特别是要关注
师生情感，确保调整过程平稳有序。

布局调整的成功与否，还需依赖
于有效的监管和评估机制。我们需建
立健全布局调整的跟踪评估体系，对
调整过程和实施效果进行定期监测
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
布局调整工作能够取得预期成效，为
孩子们提供更加公平、优质的教育环
境。

中小学幼儿园布局调整是一项
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在前瞻性与现实
性之间找到精准的平衡点，以科学规
划、精准施策、人文关怀和社会参与
为支撑，确保教育资源得到最优配
置，为孩子们的成长创造更加美好的
未来。这是一场在教育与人口、城市
与乡村、现实与未来之间展开的深刻
博弈，我们需要以智慧和勇气，精准
落子，赢得这场博弈的胜利。 关育兵

研学不一定要行万里路

自6月正式启动，历时5个
月，2024年宁波市青少年自然笔
记大赛圆满收官。本次大赛吸引
了全宁波10区（县、市）、100多
所学校的青少年参赛，共收到
1068 幅投稿。12 月 1 日上午，

“2024年宁波市青少年自然笔记
大赛优秀作品展”在宁波少年儿
童图书馆二楼正式揭开帷幕，活
动现场，《品大美宁波 绘自然笔
记 宁波市青少年自然笔记大赛
优秀作品选》也迎来了首发。

（12月2日《宁波晚报》）

见识过无数青少年大赛，但
从未见过自然笔记大赛，这样的
大赛太有意思了，无怪乎晚报要
用头版整版刊出获奖作品。顾名
思义，所谓自然笔记就是替大自
然也即万物做笔记。怎么做？以

《弹涂鱼》笔记为例，作者戴辰乐
先交代了记录时间、地点、天气和
记录人，然后呈现了两幅弹涂鱼
的画像，再是介绍了它们不同部

位的名称和功能，最后集中记录
了发现它们的地点、过程和抓回
家给它们洗澡的经历，妥妥的一
篇图文并茂的自然笔记。

从中可以体察到小作者在记
录弹涂鱼的过程中习得和提升了
三种能力：

一是观察能力。无论是记录
动物还是植物，必须具备观察这
一初始能力，记录对象的造型、生
物特性、生活环境等怎么样，必须
要靠观察才能获悉。戴辰乐在介
绍弹涂鱼的不同部位时观察得特
别仔细，如在介绍其一对眼睛时，
不仅点出它的“眼睛凸出，在脑袋
前部”，还交代了“眼窝下面有水
袋”，体现了其过人的观察能力。

二是科学素养。市教育局、市
生态环境局等部门组织发起这次
大赛的宗旨就是为了提升青少年
的科学素养，更好地推进中小学
的科学教育。赛事的成功举办印
证了赛事的宗旨得到了落实，无
论是获奖作者，还是参赛学校，都

不同程度提升了科学素养，营造
了人人参与科学教育的校园氛
围。再以戴辰乐的《弹涂鱼》为例，

“弹涂鱼的皮肤会呼吸，可以直接
从空气中获得氧气”，他是怎么知
道的？这中间他一定下过功夫，如
搜素或者咨询专家、老师，科学素
养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三是人文素养。记录自然，只
为走近自然，亲近自然，最终爱上
自然。无论是记录动物还是植物，
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增强青少年的
环保意识，树立共同体意识，懂得
敬畏生命，珍爱世间万物，培养博
爱精神。这在另一位记录镇海棘
螈的获奖作者涂千雪的感悟中有
所体现：“要保护物种多样性，首
先要保护它们的栖息地。一起努
力吧！”

40幅记录自然的优秀作品，
将在宁波少年儿童图书馆二楼展
出至月底，希望有兴趣的师生家
长走进展馆，仔细观摩，体会大自
然的魅力。 王学进

以“自然笔记”撬动科学素养提升

11 月 30 日
一早，来自镇海
炼化小学的25户
亲子家庭，率先
体验“山居观书
之旅”。这是由宁
波市文化旅游研
究院主办的“跟
着典籍游宁波”
研 学 的 一 个 活
动。
（11月30日甬派）


